
□ 王太生

总有一些人抽身事外总有一些人抽身事外

晋代潘安《闲居赋》中叙说他中意的生活，“庶浮云

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

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说他归隐田园，在乡下，养养花，

种种树，浇浇菜，钓钓鱼等，这些也不失为一种“笨拙

人”的处世之道。

潘安，还是《世说新语》中那个“妙有姿容，好神

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的花样美男，及至年长，经历

了一些事，收敛起一夜暴富、梦想发财的念头。老潘显

然是喜欢上过清静、养心的日子，做一个抽身事外的

人。

事，是杂事、琐事、大事、小事、俗事、雅事；清欢事、

功利事，山间事、市井事……却总有一些人抽身事外。

或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自得其乐。

抽身事外的人，踏实做事，心无旁骛，沉浸在自己

的本分事。譬如，一个木匠，他在锯、刨、凿，他的眼在

瞄，手在动，根本不能分神，他这是抽身事外的结果。

一个捏面人的，一个个人物、动物，惟妙惟肖，在手指间

诞生，他肯定是个把精力和心思专注于手上事情的人。

一个画画的，在古村写生，画那些静物，画那些花

草山水，他不是不说话，而是抽身事外，用心和画笔，与

这个世界交流，与万物对话。

我致敬那些在自己土地上默默辛劳的耕作者，他们

言语不多，抽身事外。话不多，并非是其不善言辞，而是因

为他们的内心广阔，淹没了一些嘈嘈杂杂的声音。就像一

个老农在芜杂的人群里，木讷，不善言谈，可他一回到瓜棚

豆架的世界，人一下子活络起来，变得侃侃而谈。老农会

说，南瓜兄弟啊，我喜欢你又憨又厚的样子，你长得如此硕

大，是当初没有想到。老农于田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他不寂寞，一直和那些安静的瓜果聊天。

由此，想到《闲居赋》里所提到“拙政”者的逍遥，他

当然陶醉于个体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从字里行间的表

达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朴素与谦卑，而是一个智

者抽身事外的快乐与满足。

“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有着谜一样的身世。汪

从徽州休宁来，平素与人交往，从来不谈及过去的事，老

家都有什么人？桑田几亩、茅屋几间？直到终老，只是

沉默，从未提起。汪士慎善画梅，神腴气清，墨淡趣足。

暮年一目失明，仍能为人作书画，自刻一印云：“尚留一

目看梅花”。他有一首诗，“忆昔同少壮，怀抱多慷慨。

接纳重义气，谈笑生悲凉。”谈笑间，生出些许悲凉，所以

极少说话。

抽身事外者，低调，谦卑，他们情重声稀。有位朋

友，提及自己的父亲，总是激动，唏嘘不已。说老人是

一个种田人，一辈子在乡下种麦子和水稻，很少与人说

话。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你见过他的欣喜若狂，手

舞足蹈吗？没有。回忆过往，搜索每一寸光阴，朋友

说，那年初夏，麦子丰收，谷物摊在场子上，看着眼前的

场景，父亲倒背着手，一言不发，在附近转悠，这个一向

沉默寡言，抽身事外的人，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

在古代，一个抽身世外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或

归于山林，或隐篱园。他们大多默不作声，选择自己方

式，或在园圃半耕，或在木格纸窗下吟诗作画。

我第一次去苏州，游拙政园时，除了买了半斤干茉

莉花，醉心于苿莉花瓣的洁白芬芳，对“拙政”二字，却是

不太懂——那年，我19岁。忽然想回到江南，重游姑苏，

再访那拙者为政的快乐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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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家信。顿时，心莫名地像是被涂抹了一层铅

云。生活的压力和当下的奋斗依然不抵父母的期待，以

致每每联系，都顿感无力。

想出外旅行，寻找新的自己。已提离职，只欠老板一

封官方的书信。当三番五次被问及原因，莫名的，说不清

言不明。

只是想走走，为那些旅者口中反复念诵的价值观的

更迭，为了摆脱现如今的窘状和寻找一个自己想依附的

乌托邦……抑或，仅仅是为了打发虚无空洞的时间，和逃

避纠结反复、无所适从的自己。

诚然，怀念大学时的支教。头顶毫无遮拦的星空和

每一个孩子天真烂漫的眼神……每每回忆，总觉得怅然

若失--我没有当断决断地留在那神圣的精神殿堂，只因

对都市繁华和霓虹绚烂依然眷恋钟情。

几年来，我知道的，鳞次栉比的大楼和都市的欲望渐

渐的腐蚀了心的静雅，物欲横流让我势渐沉沦。回忆，如

同山洪海啸，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奔涌而来，携着扑面

的怀念和难以割舍的曾经。我无法直视，只能借着无尽

的玩乐来麻木自己。但是，问题从未解决，只是我在不停

地寻觅短暂的藏匿。

选择了一份工作，日日夜夜的忙碌，只是为了隐没心

的质问--你到底要怎样的生活？用琐碎来填补空洞：无

聊时听歌，困顿时骑行，寂寞时写作……像囚笼中的困

兽，每一次挣脱都只换得镇静剂的注射。

曾经，好似萧瑟的落叶，在秋风中飞舞、摇摆，却还是

沉入了泥土，继而被湮没、覆盖、分解。当她再不见，我也

不由得对自己的过去产生了不置可否的质疑。生活，就

是这般活着：不见曾经，无从依托。

徒剩希望--这是活着的唯一动力。想自由、想洒脱、

想快乐、想飞翔……大把大把的时光像蒲公英的种子，随

风散播着无尽的理想。

犹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名句：我们必须抓

紧时间生活，因为即使是一场暴病或意外都可能终止生

命。

——这大概就是活着。既然不见曾经，何不创造憧

憬？

不见曾经不见曾经
□ 黄绍祝

一天，母亲手拿着一个沉甸甸的铜制墨盒，说

这墨盒是祖上传下来的，爷爷说是他爷爷用的。外

祖爷爷喜欢写字，我听老人们说过。我拿着铜墨

盒，像拿着一段记忆，墨盒上面雕刻着素描兰草画，

古朴典雅，让人爱不释手。

我曾在古玩摊上，看到民国时期的日用瓷、铜

墨盒、铜锤、铜炉、帐勾等。我仔细看看那些墨盒，

虽然有些古旧了，但工艺铜质都一般。老板说还有

上等的墨盒，他拿出来给我看，只见墨盒是长方形

的，厚重质朴，墨锈暗沉，古意沧桑，包浆古旧而饱

满，闪着岁月的光芒，盒盖上端刻着两剪寒梅，下端

则是幽兰及赏石，再看盒底，竟然刻着“清秘阁”制

品。我说这是上等的墨盒，老板说，看来你是懂货

的。我笑笑，说懂一点。

墨盒，旧时文人号称“文房至宝”，它是用来装

盛墨汁的文房用具。谈起墨盒，人们大多联想起铜

质墨盒。铜墨盒最早起源于清中期同治时期，据史

书齐如山的《北京三百六十行》中记载：“刻墨盒始

于陈寅生”。

铜墨盒的形态很多，除长方形、圆形、正方形

外，还有扇形、叶形、六角形、八角形、菱形、桃形、梅

花形等，有着很高的收藏价值。

何时才有墨盒的呢？《中国古代名物大典》“墨

盒”是：“盛放墨汁的盒子，多用铜制，形状或方或

圆，内放丝棉，以墨浸透。吴趼人小说《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第七十二回：“被他这么一招呼，倒不好

意思空手出去了，只得拣几个墨盒笔套等件。”

关于墨盒的起源，还有段传说：在清代乾隆年

间，一位贤淑聪明的女子，为赴京赶考的丈夫收拾

行囊时，因怜惜其丈夫背负沉重的砚台，便将自己

修饰面容的粉盒装之以丝绵，浇入研磨好的墨汁，

此举既省去了研墨的麻烦，又能避免所磨墨汁很快

变干，携带便利。后效仿者众，墨盒悄然成为时代

风尚。

古时读书人，大都讲究生活情调与闲适，且追

求雅趣。如今墨盒早已褪去其实用功能，但闲时欣

赏这些小小的墨盒，便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内

涵，悠远令人回味。

墨盒墨盒
之雅之雅

□ 孙丽丽

劳动是一个光荣的词

劳动
是一个光荣的词
看到这个词
我总是心潮澎湃

劳动自豪 劳动伟大
劳动让我们对劳动者
充满敬佩和尊重
这是一个温暖的词汇

劳动这个光荣的词
响亮而悠久
在每个人的心间回荡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创造

劳动创造了财富
劳动纯洁我们的思想和灵魂
我们无数遍的抒写
让这个词闪闪发光

劳动最光荣
劳动是这个时代最美丽的词
让我们精神饱满
昂首阔步 （周广玲）

为劳动的手加冕

请自豪地伸出你的双手
不要羞于你的双手粗糙
沾满灰尘，甚至带有伤痕
这是劳动的印迹
劳动的双手最美丽

因为，这双手披荆斩棘
沧海变桑田，五谷丰登
这双手抽丝剥茧挥经舞纬
编织七彩祥云，靓丽人间
这双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天堑变通途，天涯若比邻
这双手点石成金，化无形
为有形，化腐朽为神奇
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所以，我们要为这双手
隆重地加冕，赞美这双手
热爱这双手，呵护这双手
每个人都以拥有这双手为荣

让我们手手相连
再创人间奇迹和辉煌 （张绍国）

养路工

坚守初心使命
经年梭巡于岁月的征程
像对待亲生的孩子
精心养护每一条路径
洒下成吨的汗水
浇灌出长藤的健壮 茂盛
开满茧花的双手
托起蛟龙的图腾
在蜿蜒的画卷上
绘就修修补补的人生 （蔡同伟）

打工者

用汗水倾诉
用不羁的青春感受
故乡的亲情泼洒得开
异乡的失意和苦辣也收得起
敢于栉风沐雨

以岁月作弓
用生活作弦
几许信念 执着于
驰骋的天地
似草一样 默默无闻
梦扎根于 平凡的
打工生涯中 （胡巨勇）

五月，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思念

在五月的第一天
铺展一幅壮阔的画卷
劳动这个词语
成为五月灿烂的花开
庄稼的激动和
机器的飞转，悄悄合辙
一首诗，为天下所有劳动者
歌唱。一株株禾苗
成为大地绿色的文字
书写田园旺盛的篇章和
诗意，五月的河流
尽情流淌山谷的情怀和
时光的憧憬
从劳动到光荣
从心窝到故乡
从一滴汗珠到父亲的
抬头纹，五月
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
思念，有着跌宕起伏的情节
和组诗，给父母和
旺盛的村庄，给
一个伟大的时代和
最可爱的
祖国 （张 勇）

居家期间，每一次去小区门口拿购物袋是一家人最

开心的时候。孩子开心的原因，是在购物袋中有他喜欢

的零食和酸奶，而让我开心的则是那些新鲜的蔬菜。

春天里，香椿树紧跟着迎春花的脚步，早早就开始抽

芽生长，那些紫色中带着灰绿色的树芽长到四至五寸的

时候，就可以从树上摘下来了。香椿的吃法有很多种，可

以焯水之后，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然后过油炸一炸，外酥

里嫩，满口清香；也可以切成碎打一个鸡蛋进去，然后倒

进平底锅烙一张金黄色的鸡蛋饼。如果香椿芽买得多

了，一两天之内无法吃完，还可以整根地腌起来，这样保

存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既可以多尝试几种吃法，还可

以让春天的鲜嫩在饭桌上多留几天。

香椿芽再长几寸，就不能吃了。这个时候，带着泥土

清香的小葱就舒展着翠绿的叶子上市了。葱，对于北方

人来说，不仅是可以炝油锅让炒菜更有味道。最好的吃

法，是一根一根洗净，沾上豆瓣酱，裹一张煎饼，很简单却

可以让一顿饭吃起来津津有味。

和小葱一起抢在春天和大家见面的，还有翠生生、白

嫩嫩的新蒜。新蒜在手里不等完整的扒下蒜皮，蒜瓣就

滑溜溜地从她的衣服中跑了出来。把蒜瓣放在蒜臼中捣

碎，放上麻汁，不管是拌生菜还是各种野菜都会特别有滋

有味，一顿饭在不知不觉就会吃多吃撑，所以为了身体健

康，尽量不要在晚饭的时候捣蒜哦。南北朝时期萧统撰

写的《文选》中记载：“大蒜勿食，荤辛害目。”在《本草纲

目》中李时珍对大蒜也有“味辛、温、有毒，久食损人目”的

说法，可是，新蒜上市的时候，人们还是无法抵挡它的诱

惑。特别是在挖来野菜的时候，可以听闻各家各户的捣

蒜声。

每每看到购物袋中，有春天刚刚生出的新鲜蔬菜，我

就会微笑着告诉孩子，今天又有好吃的了，保准是一口春

天的鲜嫩。孩子感叹道：“妈妈，配送购物的叔叔阿姨们，

这是给我们家送来了春天呢！”

运输春天运输春天
□ 陈述玲

日子过好了，搬家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每次搬家，妻子

总会多说一句：“那些旧信还是付之一炬吧……”

那个时代，没有手机，也没有QQ和微信，人与人远距

离的交流除了电话就是写信了。

第一次写信，是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记得是小学三

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在黑板上讲解了书信的格式，然后

就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写给父亲，或是母亲的信。父

亲一向对我太过严厉，所以那次我选择了母亲，“娘：您

好！……”接着来，我把母亲对我的爱写到了信里，比如她

给我用毛巾缝制书包；她在我上学的书包里装一个火烧红

薯；寒夜煤油灯下，她纳鞋底给我做棉鞋……后来，老师把

我这封写给母亲的信，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同学们笑

出了眼泪，而我却感动得流出了泪水，大家都认为我不该

以“娘”的称呼，而应该是“母亲”或是“妈妈”。因为从父母

那里，我第一声喊出的就是“娘”，所以一辈子喊母亲就喊

“娘”了，有时觉得喊“娘”比喊妈要亲，而且喊“娘”总比喊

妈要多流泪……

当信塞进邮箱里，一颗心已经在路上启程了，跨越千

山万水，终究抵达心上人的身边。想象着她在幽暗的灯光

下，惊喜中，慌乱地拆开信封，炙热的文字，烤红了她的面

颊……而我则是漫长地等待，等待她的回信，这样期待的

场景最好是在冬季，是在大雪过后的早晨。太阳慢慢地升

起，照在雪上有些耀眼，由于村路泥泞，邮递员只好把绿色

的脚踏车放在石子路上，掮着邮包踩着积雪进村……

等待是一种煎熬，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有激情、有梦

想、有追求，就有无限的向往和期待，翻开泛黄的信件，热

血依然汩汩流淌，恍如昨日。

旧信里有一位来自云南的姑娘，她在信里感激我为她

牵线搭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那时的杂志刊登征婚启

事，邻居找到了我，要我给他起草一份征婚启事。我知道

他是个上进青年，腿有残疾，可他身残志坚，在街上摆摊修

鞋，生意做得很火。征婚启事刊出后，全国各地的来信雪

片般飞来，我还帮他回复了很多的来信，其中包括云南这

位姑娘。后来，他们的书信往来频繁，女方要我这位邻居

去云南见面，这说明有书信作为铺垫，见面是更深一步的

了解，我积极鼓励他前往。邻居去了云南，女方居住在偏

僻的大山里，不通车，走累了，他就爬着前行，他的举动感

动了姑娘和她的家人，最终俩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现

在，夫妻俩在常州开起了鞋厂，有车有房，小日子过得很滋

润。有年春节在故乡，夫妻俩还特意送我一双鞋，一口一

声感谢我！我说，感谢的不是我，而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时

代的产物——书信！

旧信最多的，莫过于文友的来信了。在校读书的时

候，我也开始了文学创作，很快就有了散文和诗歌在报纸

上刊登，那时会把作者的地址一并刊出来，于是就收到很

多读者和同道的来信，有鼓励，也有批评和探讨，至今读

来，依然亲切。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云中谁寄锦书来的岁

月已经远去，我这古董般的旧信，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旧信，如一豆灯火，曾经给过我一丝暖意。

编者按

再过几日，便是五月。五月，万物生机
勃勃，它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荣光——麦
田里劳作的农民，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以及
于各行各业辛勤劳动的人们……

五月的赞歌，是唱给这些普通而伟大的
劳动者的！

在此，特辑诗歌一组，歌之咏之，致敬所
有的劳动者，歌唱劳动光荣！

旧信旧信 □□ 张新文张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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